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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通函 

CAR/227 

2006 年 11 月 2 日

致国际电信联盟成员国主管部门 

事由： 无线电通信第3研究组 

  – 建议批准6份课题修订草案 

 无线电通信第 3 研究组在于 2006 年 10 月 9 和 10 日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 6 份课题

修订草案，并同意采用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第 1-4 号决议（见第 3 段）关于

在无线电通信全会休会期间批准课题的程序。 

 考虑到ITU-R第1-4号决议第3.4段的规定，请于2007年2月2日前通知秘书处

（brsgd@itu.int）贵主管部门是否批准这些课题。 

 在上述截止日期过后，将以行政通函的方式通报此次协商的结果。如果这些课题得

到批准，它们将享有与无线电通信全会批准的课题相同的地位，并将成为无线电通信第3研

究组的正式文本（参见：http://www.itu.int/pub/R-QUE-SG06/en）。 

 

 无线电通信局主任 

 瓦列里·吉莫弗耶夫 

 
 

 

附件：6件 

– 6件ITU-R课题修订草案 

 

分发： 

– 国际电联成员国主管部门 

– 参加无线电通信第3研究组工作的无线电通信部门成员 

– 参加无线电通信第3研究组工作的ITU-R部门准成员 

http://www.itu.int/pub/R-QUE-SG06/en


- 2 - 

Y:\APP\PDF_SERVER\CHINESE\IN\227C.DOC (223213) 02/11/2006 02/11/2006 

附件 1 

来源：3/52 号文件 

ITU-R第214-1/3号课题修订草案 

无线电噪声 

（1978-1982-1990-1993-2000-2000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自然或人为噪声通常可以决定无线电系统的实际性能极限，因此是规划有效使用频

谱的一项重要因素； 

b) 人们已对自然或人为噪声的起源、统计特性和总体强度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但为

进行电信系统规划，仍需进一步收集信息，特别是关于世界上那些尚未研究过的地区的信

息； 

c) 对于系统设计、系统性能的确定和频谱使用因素，必须在考虑各类调制方法时，确

定适当的噪声参数，其中至少包括ITU-R P.372建议书中规定的噪声参数，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室内和室外源于本地或远处干扰源的自然和人为噪声的强度和其它参数值是多

少？，时间和地理位置的变化、到达方向，和与太阳活动等地球物理现象变化之间的关系如

何，源于本地或远处干扰源的自然和人为噪声，以及如何进行测量？ 

进一步决定 

1 ITU-R内部研究得出的有关无线电噪声的相应信息，应包括在一份单独的建议书

中。； 

2 上述研究应在2010年完成。 

类别：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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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来源：3/53 号文件 

ITU-R第202-1/3号课题修订草案 

预测沿地表传播的特性的方法 

（1990-2000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传播路径上存在障碍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传播损耗的平均值和衰落振幅及特

性； 

b) 随着频率的升高，细化的地表粗糙度以及地球表面或以上的植被或人造结构所产生

的影响会变得更加明显； 

c) 高山脊上的传播有时可能会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d) 折射和站点屏蔽对于干扰研究具有实际意义； 

e) 计算机性能和存贮容量的提高，使建立详细的数字地形和杂波数据库成为可能； 

f) 通常可以获得数字形式的地面传导信息，； 

g) 已观察到地波传播的季节性变化，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对于发射机附近业务区内的位置，以及对更长传输距离干扰的评估而言，不规则地

形、植被和建筑物，和传导结构以及季节性变化的存在，对传播损耗、极化，群时延和到达

角有何影响？ 

2 城区会有多大的额外传输损耗？ 

3 考虑到路径上的传播机制，终端附近的障碍物会产生何种屏蔽？ 

4 在何种情况下会出现障碍物增益，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传播损耗会出现哪些短期和长

期变化？ 

5 哪些方式和格式适用于描述包括地形特征和人造结构在内的地表细化粗糙度？ 

6 地形数据库如何能与其它与地形特征、植被以及建筑物相关的详细信息一起，用于

预测衰落、时延、散射和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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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何制定量化关系和基于统计数字的预测方法，以研究不同地貌和建筑物的反射、

折射和散射以及植被的影响？ 

8 如何能够以数字矩阵或矢量信息的形式提供地面传导信息？ 

进一步决定 

1 上述研究应在2010年完成。 

类别：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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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来源：3/68 号文件 

ITU-R第218-2/3号课题修订草案 

电离层对空间系统的影响 

（1990-1992-1995-1997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对于某些涉及卫星的高性能空间系统，应按使用的最高频率考虑电离层的影响； 

b) 各类卫星系统，包括卫星移动和导航业务，均使用非对地静止卫星网络，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如何能够改善超电离层传播模式，特别是考虑到电离层在短期和高低两种纬度时与

下述内容相关的变化：现有的预测方法： 

– 对相位、到达角、振幅和极化的闪烁效应； 

– 多普勒和色散效应； 

– 特别对到达方向、相位以及群时延产生影响的折射； 

– 特别与极化鉴别相关的法拉第效应； 

– 衰落效应？ 

2 可以制定哪些传播预测方法来帮助在相关业务间进行协调与共享确定相关协调区？ 

3 可以制定哪些传播预测方法来帮助确定使用非对地静止卫星网络的卫星业务的性能

特性？ 

进一步决定 

1 ITU-R P.531建议书将在20105年前修订。 

注1–重点将放在与第1段相关的研究上。 

类别：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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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来源：3/69 号文件 

ITU-R第226-2/3号课题修订草案 

卫星间路径的电离层及对流层特性 

（1997-2000-2000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利用在地球边缘附近观测GPS卫星的低轨卫星监测对流层和电离层特性的技术已经存

在； 

b) 这些路径上的电离层效应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超过对流层的影响，且如果用它对其

它情况进推断，则有必要将这两种因素分离开； 

c) 卫星间链路和兼容性可能会受到电离层和对流层的影响，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卫星间无线电路径上的电离层内容是如何随斜径、位置、高度、时间和太阳活动变

化的？ 

2 电离层和对流层是如何影响卫星间链路的？ 

3 如何在这些电路路径的测量结果中将电离层和对流层的影响分开？ 

进一步决定 

1 就做出决定1提供的资料应在2010年制定成一份新的建议书。 

类别：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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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来源：3/76 号文件 

ITU-R第201-2/3号课题修订草案 

地面和空间通信系统及空间研究 

应用的规划所需的无线电气象数据 

（1966-1970-1974-1978-1982-1990-1995-2000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对流层无线电信道的特性取决于一系列气象参数； 

b) 无线电通信和远程传感系统的规划和设计，急需对无线电传播效应进行统计预测； 

c) 为了进行此类预测，需要了解所有会对信道特性产生影响的大气层参数，这些参数

的自然可变性及其相互依赖性； 

d) 测出的并已进行了适当分析的无线电气象数据的质量，是确定基于气象参数的传播

预测方法最终可靠性的因素之一； 

e) 准确掌握卫星对地面链路的晴空水平，对于在不良传播条件下保证电信业务满意运

行而留出余量十分必要； 

f) 由于太阳热度和大气层的影响，卫星对地面链路的晴空情况每日或不同季节都会有

很大的变动； 

g)e) 有意扩大用于电信和遥感目的的频率范围； 

h)f) 在将无线电中继设备投入使用（BIS）的过程中，需要尽可能了解传播的条件，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对流层折射、梯度及其可变性在空间和时间上是怎样分布的？ 

2 大气层中的成分和粒子，例如水蒸气、其它气体、云、雾、雨、冷雹、大气微粒、

沙粒等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情况如何？ 

3 每日或不同季节发生的卫星对地面链路晴空水平变化的幅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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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哪种模式能够最好地描述每日或不同季节的卫星对地面链路晴空水平变化？ 

53 气候学、降雨过程中的自然可变性会对特别是在热带地区的衰落和干扰预测产生什

么影响？ 

64 哪种模式能够最好地描述大气层参数与无线电波特性（振幅、极化、到达角等）之

间的关系？ 

75 考虑到各种大气层参数的综合影响，对信号表现的统计预测，特别是在0.1至10%的

时间比例内，应使用哪种基于气象信息的方法？ 

86 何种程序可用于评估数据质量、准确度、统计的稳定性和置信度？ 

97 何种方法可用于预测世界任何地点任何季节连续24小时内的传播条件？ 

注1–重点将放在与3、4、5、7和9段相关的研究。 

进一步决定 

1 上述研究的结果应纳入一份或多份建议书和/或报告； 

2 上述研究应在2010年完成。 

类别：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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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来源：3/80 号文件 

ITU-R第211-3/3号课题修订草案 

用于设计300MHz至100GHz频率 

范围之间的短距离无线通信和接入系统 

以及无线局域网（WLAN）的传播数据和传播模型 

（1993-2000-2002-2005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许多研发中的新型短距离个人通信系统将在室内和室外两种环境中使用； 

b) 未来的移动系统（如IMT-2000及未来技术）将在室内（办公室或住宅）和室外提供

个人通信； 

c) 从现有的产品和繁忙的研究活动可以看出，对于无线局域网（WLAN）和无线专用

商务交换机（WPBX）有着巨大的需求； 

d) 需要制定与无线和有线电信业务配套的无线局域网标准； 

e) 电耗极低的短距离系统在提供移动和个人业务方面具有很多优势； 

f) 超宽带（UWB）是一项迅速兴起的无线技术，而且可能会对无线电通信业务产生影

响与常规的无线频率技术有很大差异； 

g) 了解建筑物内的传播特性和一个区域内多个用户产生的干扰，对于高效的系统设计

至关重要； 

h) 尽管多路径传播可能造成衰耗，但它却可以在移动或室内环境中发挥优势； 

j) 建议a)、b)和c)段提及的系统使用300MHz至100GHz之间的频率； 

k) 就一些考虑用于短距离系统的频段而言，可用于传播测量的方法十分有限； 

l) 有关室内和室内至室外传播的信息资料也对其它业务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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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对于在室内、室外和室内至室外环境工作（工作范围不足1公里）的短距离系统用于

室内、室外和室内至室外环境，包括无线通信和接入系统，以及无线局域网（WLAN）超宽

带应用的设计，应采用哪些传播模型？ 

2 评估超宽带设备对其它已知无线电通信业务产生的影响，应使用何种传播模型？ 

23 信道的哪些传播特性能够最好地说明它为下述各种业务提供的质量：  

– 话音通信； 

– 传真业务； 

– 数据传送业务（包括高比特速率和低比特速率）； 

– 寻呼和短信业务； 

– 视频业务？ 

34 信道的脉冲响应具有哪些特性？ 

45 极化的选择对于传播特性有什么影响？ 

56 基站和终端天线的性能（如方向性、波束方向控制）会对传播特性产生什么影响？ 

67 不同的分集方案会带来什么影响？ 

78 发射机和接收机的选址会有什么影响？ 

89 在室内环境中，不同的建筑和装修材料会在屏蔽、衍射和反射方面造成什么影响？ 

910 在室外环境中，建筑物和植被会在屏蔽、衍射和反射方面带来什么影响？ 

1011 人和物体在屋内的运动、也可能包括无线链路一端或两端的运动，会给传播特性带

来什么影响？ 

1112 模型中需要哪些变量才能顾及到设置了一个或两个终端的不同类型的建筑物（如独

立平面设计、单层、多层）？ 

1213 怎样为系统设计确定建筑物输入损耗，以及它对室内至室外传输会产生什么影响？ 

1314 哪些因素可以用于标定频率，它们适用于哪些范围？ 

1415 什么是提交这些必要数据的最佳方式？ 

1516 系统设计中如何定义使用多台发射机和接收机的传播信道？ 

进一步决定 

1 上述研究的结果应纳入一份或多份建议书和/或报告； 

2 上述研究应在2009年完成。 

类别：S1 

 

______________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附件 1
	附件 2
	附件 3
	附件 4
	附件 5
	附件 6

